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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海岸带国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

徐君亮 刘 军

(广州地理研 完所)

海岸带是一个在地理意义上和社会经济

意义上独具特征的区域
。

这块条 带 状 的 国

土
,

包含着巨大的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
,

因

而受到沿海国家的重视
,

并 已形成一种
“

海

岸带
”

的社会意识
。

海岸带国土资源开发利用
,

涉及地学
、

生物学
、

环境科学
、

经济科学和各种有关技

术科学内容 ; 而海岸带管理问题
,

除涉及上

述各种科学领域外
,

还包括一系列法律科学

间题
。

它具有广阔的宏观性和高 度 的综 合

性
。

本文拟从宏观性和综合性出发
,

探讨广

东省海岸带国土资源开发和管理 的 一 些 问

题
.

一
、

广东省海岸带环境和

资源特点

广东省位于南海北部
,

大陆 海 岸 线 长

4 3 1 4公里
,

约 占全国大陆岸 线 的 1/ 4弱
,

沿

海及南海大
、

小岛屿星罗棋布
,

岛屿岸线总

长 4 1 3 5公里
。

海岸线曲折
,

港湾众多
,

海岸

类型主要为山地丘陵港湾式基岩海岸
,

其次

为河 口
、

三角洲淤泥质平原海岸 ; 在雷州半

岛和海南北部
,

由第四纪
“

湛江组
” , “

北

海组
”

松散砂砾粘土沉积和玄武岩喷溢形成

的海岸
,

因区域构造和岩 i生的影响
,

溺谷湾

深 入内陆
,

形成规模宏大而狭长 的 潮 汐 海

湾
,

它是华南一种独特的海岸类型
。

此外
,

在上述各种海岸类型 中
,

还发育有珊瑚礁
、

红树林及人工种养殖而成的生物海岸等
。

按

照 j 9 82 年 《联合国海洋公约 》规定
:

领海
、

大陆架及专属经济 区归沿岸 国 家 管 辖
。

据

此
,

本省水深 20 。米 以内的陆架
,

东起台湾浅

滩南部
,

西至北部湾和莺歌海盆地
,

可划定30

万平方公里 以上 的管辖海域
。

这些海域矿产

和水产资源十分丰富
,

我们要象开 发陆地国

土一样
,

开发利用这些海岸带和海洋国土
。

广东省位于热带
、

南亚热带季风区
,

雨

量充沛
,

年降水量 1 5 0 0一2 0 0 。毫米
,

降水丰

沛
,

径流丰富
。

珠 江
、

韩江
、

漠阳江
、

九洲

江及海南岛的南渡河等河
,

每年从陆地带来

4 0 0。亿立方米的径流入海
,

同时带入大量的

泥沙及有机质
、

无机盐类等营养物质
,

在海

洋潮汐
、

沿岸流和波浪作用下
,

形成了大面

积的河口平原和三角洲
。

这类平 原 堆 积 海

岸
,

滩涂正在不断向海伸长
; 在沿岸流影响

较为显著的岸段 (如崖门至漠阳江岸段)
,

沿岸泥沙流带来大量细颗粒物质
,

被波浪掀

扬或涨潮流送到各海湾内沉积
,

山地丘陵内

湾式海岸正向港湾淤泥质海岸演变
,

海湾港

滩涂面积广阔
。

据不完全般计
,

全省潮间带

滩涂约有3 00 多万亩
.

相当于全省水稻田种植

面积的1 /l 。; 适于养殖的滩涂有1 70 多万亩
.

沿海由于有大量径流注入
,

又有沿岸流和上

升流的影响
。

营养物质丰富
,

浮游生物种类

繁多
,

加以水温较高
,

多数鱼类具有生长迅

速
、

性成熟期早
,

产卵期长
、

繁殖力强
、

生

命周期短
、

种群更新快的特点
,

使海岸带成

为鱼类栖息
、

繁殖
、

索饵
、

徊游 的 优 良水

域
。

据多年调查
,

南海鱼类约有 86 0多种
,

其

中经济鱼类约有2 00 多种
,

在沿海收购量中
,

占有较大比重的有 30 多种
.

可供养殖的鱼
、



虾
、

贝
、

藻亦很多
。

海岸带的滩涂资源和海

洋水产资源十分丰富
。

广东省沿海除雷州半岛潮差较大外
, 。

多

数岸段年平均潮差 < 2米
,

属弱潮 海 岸
。

但

在河口湾和山丘娜角间港湾面积开 阔处
,

纳

潮容积大
,

潮流作用仍然十分显著
,

绝大部

分溺谷湾
、

泻湖港
、

河 口湾都有潮汐通道与

外海相通
,

形成许 多天然 良港
。

据 近 年 调

查
,

全省沿海和岛屿较大的港湾 共 有 150 多

处
,

主要的有拓林湾
、

海山港
、

汕头港
、

甲

子港
、

汕尾港
、

大鹏湾
、

赤湾
、

妈湾
、

黄埔

港
、

广州港
、

中山港
、

沙堤港
、

镇海湾
、

海

俊山湾
、

闸坡港
、

东平港
、

博贺港
、

水东港

堪江港
、

流沙港
、

乌石港
、

企水港
、

英罗港

秀英港
、

清澜港
、

榆林港
、

白马井港等
。

这

些港湾除部分可供开发万吨以上泊位的深水

大港外
,

大部分加 以整 治
,

可以开发中
、

小

鬓渔港和运输港
,

发展海运
、

渔业
、

港湾工

产和对外贸易
。

广东省海岸带开发历史悠久
,

海岸带资

源开戈一直 与沿海地区经济繁荣 有 密 切 关

系
。

解议以米
,

全省围垦 海 滩 140 万亩
,

对

缓和沿海人多地少地区的粮食矛盾
,

增加蔗

糖生产起 了积极作用 , 海洋渔业产量 1 9 8 4年

达到6。万吨
,

占水产总产量的58
.

3 肠; 海运

方面
,

目前沿海已开发运输港口 60 多处
,

货

运量达到5 0 0 。多万吨
,

黄埔
、

湛江两个万吨

级以上泊位的大港可与世界五大洲通航
,
广

州
、

汕头
、

海口
、

三埠
、

太平
、

珠海
、

深圳

赤湾
、

汕尾亦光后开辟了直通香港的客运航

线
。

此外
,

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
,

海水

养殖和滨海旅游业发展很快
,

海洋水产日益

成为本省创汇的较大产业
。

广东省近岸陆架
,

近年来先 后 在 珠 江

口
、

莺歌海
、

北部湾三个盆地发 现 储 油 构

造
,

勘探还实油气藏量相当丰富
。

从莺歌海

穿越琼洲海峡列广州
、

深圳 的输气管道快将

铺设
,

显示出海洋新兴产业的开发前景
.

二
、

当前海岸带开发

利用存在问题

1
,

开发利用不充分
,

生产水平低

以传统的开发项目海水养殖 和 围 垦 为

例
,

全省适于海水养殖的潮间带滩 涂 有 1 73

万亩
、

,

但目前用于养殖的很少
,

至于广大的

水下岸裙浅海区
,

可对说还没有养殖利用
.

本省海水养殖生产水平很低
,

历史很久的海

滩鱼温养殖
,

基本上还是原始自然纳苗生产

方式
,

产量低而不稳
,

全省 平 均 亩 产40 多

斤
,

牡蜘养殖汽多地方至今仍采 用 抛 石 方

法
,

单产也不高
。

1 9 8 2年全省海养 产 量 为

1
.

3万吨
,

占海洋水产(52 万吨 )的2
、

5响
,

比

辽宁省海水养殖年产量 1 1
.

3万吨
,

海养占海

洋水产总量的2 7
.

3肠低得多
。

19 8 3年海养产

量有较大提高
,

但亦只 占全省海养产量53 万

吨的 3
.

3 肠
, ,

这与广东省漫长的岸线和广阔的

浅海滩涂资源极不相称
。

广东省珍珠养殖具

有得天独厚的优势
,

特别是海南岛和雷州半

岛西岸
,

有二千年的采捕和养殖历史
,

世界

稀有的白蝶贝
、

大珠母贝
、

解氏珠母贝
、

马

氏珠母贝等在这里特别丰富
。

但长期以来
,

我们对这一特定条件形成的特殊优势认识不

足
,

珍珠养殖业发展很慢
,

年产量徘徊在 50

公斤左右
.

海涂围垦方面
,

目前宜围未围
,

已围未垦的荒滩估计尚有2 00 多万亩
,

而且新

的海滩还在不断伸长
,

开发潜力很大
.

水产

养殖和围垦如此
,

其他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

的程度就更低
。

沿岸航行或到海岸带调查的

人们不难发现
,

除大
、

中城市岸段外
,

海岸

带大部分地区基本上仍处于荒野状态
.

2
.

只顾眼前经济效益
,

忽视生态效益和

社会效益

这方面的问题 以盲目围垦最为突出
。

过

去 怕当长的时期
“

以粮为纲
” ,

不顾河 口海

岸动力和水源条件
,

忽视水域生态保护
, _

围

1 7



垦造成水产资源和港口航道的破坏
。

湛江有

些沿海地方
,

本来原有的农田就 已 灌 溉 不

足
,

但自五十年代后期 至
“

十 年 动 乱
”

期

间
,

共围垦海滩56 万亩
,

其中因缺水而不能

种植的荒滩便有 12
.

6万亩
,

有些垦殖的农 田

亦因水源不足而产量甚低
。

但这些荒滩和低

产农田的围垦
,

却破坏了大片海滩红树林
,

破坏了水产养殖场地或鱼类徊游
、

索饵
、

产

卵场所
。

汕头地区澄饶联围
.

框围了
.

3 万亩
,

由于围海过大过深
,

土方工程浩大
,

每亩投

资达千元
,

因积水无法解决
,

实际成田只有

2
.

9万亩
,

而且毁坏蚝
、

泥蜡养殖滩涂 l万多

亩
。

这种没有经济效益
,

破坏水产资源
、

环

境和生态
,

得不偿失的盲目开发
,

沿海各地

不乏其例
。

许多围垦和防潮工程本身是有经济效益

的
,

但却忽视了生态效益或社会效益
,

亦属

不合理的开发利用
。

汕头牛田洋多次筑堤 围

垦
,

增加耕地面积8万多亩
,

缓和 了 人 多 地

少
,

粮食不足的矛盾
。

但使汕头港内水域面

积缩小了5 0
.

8 肠
,

纳潮量减少 43 肠
,

从而助

长了港内外拦 门沙的发育
,

给汕头港深水航

道和泊位的开发带来了至今难 以 克 服 的 障

碍 , 内港西堤港区和榕江出口航道萎缩变浅

更是显著
,

严重影响港 口吞吐量
。

港 口淤浅

对汕头特区建设和粤东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

难以估量的损失
。

陆丰乌坎港原为一河 口湾

型溺谷湾
,

水深 良好
,

港 内纳潮面积 15 平方

公里
,

是个优 良海港
。

1 9 6 0年建成乌坎水闸

防潮蓄淡
,

附近几万亩田有一定效益
,

但水

闸生效后
,

港内纳潮面积仅剩 3
.

2平方公里
,

河流动力基本消失
,

纳潮量减少过半
,

潮汐

通道由河 口溺谷湾型 向泻湖型演变
,

港咀挡

门沙迅速向西发展
,

出口航道 日益变浅 (目

前低潮水深不及 1米 )
,

而且槽床变化不定
,

使港 口濒临报废
; 闸内牡蜗

、

对虾等海水养

殖亦大受破坏
。

该县痛定思痛
,

决定打开水

闸放咸
,

并准备重新整治建港
。

类似这种为

了部分农业效益而破坏港口 运输
、

渔业 以至

整个社会效益的海岸工程
,

在粤东 的 神 泉

港
、

甲子港
、

褐石港
、

汕尾港 , 粤西的北津

港
、

沙扒港
、

乌石港
·

一等处均可看到
。

教

训惨痛
,

不胜枚举
。

只顾经济效益
,

不顾生态效益的不合理

开发利用
,

渔业部门亦很突出
。

捕捞能力超

过资源再生能力
,

鱼获量中高龄鱼和优质鱼

比例低
,

单位产量和经济效益下降
,

近海渔

业资源的利用
、

保护和管理仍是突出同题
。

3
.

港 口布局不合理
,

码头设备简晒

广东省 已开发的运输海港和河 口港共有

6 8个
,

按大陆和岛屿岸线总长8 4 4 9 公里计
,

平均每12 4
.

25 公里有运输港 口 1个
,

密 度 远

低于 日本 (平均每 3 1公里岸线有港 口 l个 )和

英国 (平均每 51 公里 1个 )
。

运量较大的重要

港 口
,

除交通部 6个港外
,

尚有广州
、

江 门
、

中山
.

容奇等 11 个河 口港和海 口
、

海安
、

赤

湾3个海港
。

也 比海运发达的 日本 (l 。。。多个

港 口中有重要港口 1 27 个 )低得多
。

港 口 数量

不足是海运落后的一个 因素
。

从 海 运 能 力

看
,

据广东省交通厅的调查
,

1 9 83 年全省海

运吞吐量 5 1 0 0多万吨
,

约 占全省总 货 量 1
.

5

亿吨的 1/ 3
。

但除部属港 口吞 吐 量 3 5 。。万 吨

外
,

本省开发的海港和河 口港年吞吐量仅有

1 6 00 多万吨
,

而且较重要港 口大都集中在珠

江河 口区
。

粤东 (饶平上东村
—

大鹏角)

12 15 公里海岸线
,

年货运量稍大的港 口仅有

汕头内港 (西堤)
、

汕尾
、

海山 3 处
,
粤西

(广海湾—英罗港) 1 8 0。多公里海岸线
,

仅有海安
、

湛江内港和水东3处
;
海南 岛 17 2 5

公里海岸线上
,

较大港口仅海口新港和白马

井2处
,

海运布局不平衡是广东省海 运 落后

的又一重要因素
。

但是
,

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港 口码头
、

仓

库
、

堆场
、

配套运输等设 备 条 件 差
,

运力

低
。

解放 以来
,

除部属港 口建设具有一定现

代设备能力外
,

作为沿海城镇和为地方经济

服务的港 「l并无多大发展
,

设备简陋
。

多数



港口不但港池
、

航道逐渐变浅
,

通航条件日

益变差
,

许 多港口 受到围 垦和水闸威胁
,

难

以整治
。

而且装卸 设备不足
,

机 械 化 程 度

低
,

工艺落后
,

管理水平低
。

一些港 口不能

和当地市政建设结合起来
,

港 口范围经常被

侵占
。

随着 公路运输的发展
,

港口 运输量逐

渐减少
,

几年来
,

在粤西
、

海南和 粤东的公

路干线上
,

都经常出现塞车
,

撞车事故与 日

俱增, 浩瀚的沿海航线
,

来往船只
,

寥寥无

几
.

许多港务部 门惊呼
:

在 日益激烈的运输

竞争中
,

各级政府如再不增加港 口 建 设 投

资
,

港 口运输有被淘汰的危险 , 这一薄弱环

节
,

还加重了国家大港的运输压力
,

越来越

根制沿海城乡经济的发展
,

与沿海对外开放

形势很不适应
。

各地
、

市
、

县领导应对此十

分关注
。

4
.

河口 三角洲
、

大中城市岸段环境生态

破坏严重

河 L1 三 角洲和滨海大中城市经济发达
,

工农业污染物
一

m 城镇污水汇江河入海
,

导致

这些地区听在岸段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
,

这

方面的情况 以床江河 口岸段最为严重
.

据有

关部门调查
,

每年进入珠江 口岸段的污染物

已超
.

过国际卫生组织规定标准
。

河床底质污

染更为严重
,

香港

—
崖门一带底质 已形成

油类高含录地节
。

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乡镇工

业大幅度发展
,

各类污染物又有增加
。

污染

导致水产资源炙退
,

渔场不断外移
。

建国初

期伶仃洋
、

磨刀门
、

崖门都是主要渔场
,

到

七十年代初
,

各口门渔产显著减少
,

渔场外

移到万山群岛和上
、

下川岛一带口外海滨
,

近年万山群岛的渔业也开始衰减
。

台山镇海

湾至阳江一 带
,

近年间或见有油 污 漂 浮 海

面
,

潮间带鱼通
,

每因污染影响而减少
。

这

显然与粤西沿学流把珠江 口污染物带入该区

有关
.

目前珠汪口油气盆地正进入勘探性开

采阶段
,

环境保护间题应引起注意
.

三
、

近期海岸带国土资

源的开发

以上事实说明
,

广东省海岸带开发利用

中存在问题
,

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
.

这些 间题
,

有的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 问题
,

有的是管理的问题
。

两者都必须着手解决
.

这里仅就 1“东省近期海岸带资源开发问题提

出一些意见
。

1
.

加速中
、

小港口建设
,

开发港湾资源

这是涉及沿 海对外开放
,

首先发展沿海

经济
,

带动广东省四化建设的关键问题
。

长

期以来
,

港 口建设主要靠中央投资
,

地方投

资很少
.

今后除中央继续抓好部属港口建设

外
,

省
、

地
、

县应该把中
、

小港口建设在四

化建设重要地位
。

加速 中小港 口建设
,

还必须强调用系统

工程方法研究交通运输问题
。

系统工程如何

在港口建设 中得到运用
,

这是一个很值得研

究的问题
。

这几年沿海一些地区率先对外开

放
,

一 些市
.

县动辄提出要建万吨海港
,

五

千吨
、

三千吨河口港
。

但多数难得到实现
,

究其原因是没有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问题
。

2
.

大力推行水产养殖
,

逐步发展深

水捕捞

水产资源是渔业生产的物质基础
,

根据

这个基础
,

确定合理捕捞强度
,

才能维持最

大产量水平
。

姚冠锐采用S c ha ef e r
模式

,

根

据两广总产量及国营渔业公司的渔获密度指

数
,

对海区可捕量进行计算
。

初 步 认 为 南

海北部及北部湾的最大持续 年 产 量 (可 捕

量 ) 为7 7
.

4 3万吨
。

当前厂
’

东
、

广西
、

香港
、

澳 门
、

福建
、

台湾和越南在本海区的捕捞产

量还超过可捕量
,

今后广东省海岸带水产资

源开发
,

一方面要加强资源 管 理
,

限 制 捕

捞
,

另方面沿海及内湾潮间带滩地和浅海
,

j9



应大力发展海水养殖
,

逐步开展渔业资源增

殖和大陆架深水捕捞
。

本省适养海产种类很多
,

可供养殖的珍

贵鱼类有鳍鱼
、

鳃鱼
、

石斑
、

妒鱼
、

海马
、

海胆
、

鳗鲡等
.

虾类有墨吉对 虾
、

长 毛 对

虾
、

斑节对虾
、

刀额新对虾
、

龙虾等
; 贝类

有近江牡砺
、

翡翠贻贝
、

泥蜡
、

文蛤
、

扇贝

缴蛙
、

红瑶
、

鲍鱼及多种珍珠贝 ; 藻类有江

篱
、

麒麟莱
、

紫莱 ; 此外还有 甲 壳类 的 青

蟹
、

棘皮动物的海参等
。

其中珠 江 口 沙 井

蚝
、

琼雷珍珠贝驰名中外 ; 粤东和阳江的泥

蜡
、

湛江鱼温养殖对虾亦有很大的优势
,

今

后除变粗养为精养提高单产外
,

还应因地制

宜地努力扩大养殖面积
,

力争本世纪末把 100

多万亩适养滩涂充分利用起来
,

并逐步发展

浅海网箱养鱼
,

实行
“

耕海
” 。

广东省海岸

带地处热带北缘
,

海水养殖周期短
,

又地近

港澳
,

产品售价高
,

对外资有较大吸引力
。

如能加强科学技术
,

不断改革管理体制
,

创

造优 良的投资环境
,

海水养殖很可能成为海

岸带开发的重要领城
。

此外
,

鉴于当前海岸

带渔业资源衰退的情况
,

选择一些自然条件

较好的近岸浅海渔场
,

人工建造鱼礁
、

培育

和放流鱼虾种苗
,

进行渔业资源增殖试验
,

不仅有现实意义
,

而且对海岸带水产资源开

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
。

一

3
.

积极发展外向型滨海旅游业

旅游业是新兴的海洋开发产业
,

具有广

阔的开发前景
。

广东省以山地丘陵港湾式海

岸为主
,

丘陵呷角迫近海岸
,

湾内沙滩平缓

开阔
,

沿海岛屿散布
,

山海相连交织
,

景象

万千
。

汕头
、

陆丰
、

深圳
、

珠海
、

台山
、

湛

江
、

崖县等岸段具有阳光
、

潮汐
、

海浪
、

沙

滩
、

石景
、

岛丘的水文地貌组合
,

自然景观

奇特秀丽
,

有利于旅游区规划的取 景 和 构

景
。

广东人民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
,

又是

辛亥革命发祥地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活动

地区
,

沿海风景区名人的刻石
、

题记
、

诗词

多9

和古建筑殊多
,

其中不少是反帝反封建的革

命胜迹
,

使 自然美与社会美浑为一休
,

旅游

资源十分丰富
。

根据广东省海岸带旅游资源的特点
,

建

议近期开发下列两个外向型综合性旅游区
。

(l) 台山上川岛飞沙滩 该地有三个

总长 7公里海岸沙滩
,

隔着娜角断续相连
。

这

里平坦幼细的沙滩
,

明澈的海水
,

终 日不断

的浪涛
,

加上岸上绿色丘陵起伏
,

岸外宝鸭

洲
、

花洲
、

中心洲
、

下洲等岛屿散布
,

可作

为大型综合性旅游 区来开发
。

广海为历史名

镇
.

镇郊海崖有
“

海永无波
”

石刻
,

是反侵略

的历史记载 ; 川岛首府三洲方济各墓地 (宗

教遗址)
,

建筑很有气势
,

可作为旅游卫星

点来整修
。

它们与飞沙滩三者连为一体
,

旅

游资源 十分丰富
,

但目前旅游区建设单一
,

如不从速按综合性旅游 区 全 面 规划
,

恐怕
“

好景不长
” 、 “

佳秋难久
” 。

(2 ) 陆丰玄武山
—

金厢滩 陆丰县

金厢虎尾山至褐石田尾山岸段
,

岸上低丘透

迩
,

形 态 奇 特 , 海 上 奇 石 散 布
,

薄浪轻

涛
,

水 天 一 色
,

自 然 景 观 别 具 一 格
.

现有一个世俗性迷信气氛非常浓厚的玄武山

元山寺
,

寺内有民旋英雄林则徐
、

刘永福等

书赠匾额40 余幅
,

每年吸引3。多万海内外游

客 ; 玄武山附近有一个绵延 20 公里的海滨风

景带
,

其中观音岭至金厢滩和浅澳 田尾山海

角石林两处神
、

海
、

沙
、

石兼备
,

最具旅游

开发价值
。

观音岭上有世俗和清 净 的 水 月

宫
,

岭下绵延 8 公里沙滩和碧波荡漾的浅海
,

奇石林立
,

形象逼真
,

游客赞不绝 口
。

崖上一

块石刻
,

载有周总理在南昌起义后于此南渡

香港的史诗 厂
“

洲诸夜如釜
,

遥天一抵柱
。

抢渡褐石湾
,

猛如下山虎
。 ”

更 使 胜 景 生

辉
‘

可作为外向型
、

综合性旅游区来开发
。

近期海岸带开发
,

还有滨海砂矿和南 海

陆架油田开发的岸上基地建设等
,

这些问题

比较复杂
,

目前资源数量亦未最后弄清
,

这

里便不一一议论了
.


